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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西部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
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改变着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世界经济正朝着区域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与之相适应，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态也趋向于城镇与区域一体化，城镇区域化与区域城镇化已成为
区域发展的全球性主导趋势。
城镇化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发展道路至关重要，决定着国家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标的实现与否。
西部作为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最低、城镇化难度最大的地区，其城镇化进程是否顺畅关乎国家整体发
展速度与质量，因而对西部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在国家层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不发达地区谋求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城镇化对西部地区而言还有着
特殊的意义：①通过城镇特有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及广泛的影响力，可以把西部不同民族
背景、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为技术进步及外溢提供最佳环境，有效地缩短经济创新
周期，加速信息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②随着城镇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把西部生态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
来，形成新的村镇，或使分散的农牧民向城市聚居，在非农产业中从事经济活动，享受现代生活方式
，逐步摆脱自然环境对现代文明的束缚。
同时，城市文明的辐射范围将日趋扩大，城镇利用其辐射作用，特别是通过其拥有的各种媒体传播各
种新的知识和观念，可以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广大农村人口的素质，促进社会进步与结构转型。
③通过城镇化疏解农业人口，将使人均农业资源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
伴随着农民迁居到城市居住和进人到二、三产业就业，农村收入来源将增多，收入水平会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④城镇化有利于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措施在西部地区的顺利实施，为减轻生存条件严峻、生态与
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的人口超载状况，恢复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前提。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大批农牧民将从西部贫瘠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就业，这将减少直接从事
农业的劳动力数量，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使伤痕累
累的土地得以休养生息。
　　二、西部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的现实基础　　作为“西部人”，在我们的眼中，西部占了祖国的
“半壁江山”（总面积占全国的56％），其中沙漠、戈壁、石山及海拔3 000 m以上的高寒地区占总面
积的48％，平原、盆地不足10％；西部是中、东部的主要生态源地，但生态环境脆弱，虽然黄河、长
江发源于此，但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超过360万km2中却有80％的地区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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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背景和新导向，本书在系统总结评介城镇化发展相关理论、合理借鉴国内外
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融合城市与区域经济、城市社会与发展、城市空间与规划等多学科新理论
，解析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辨识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构建了西部地
区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动力系统，设计了注重发展度、协调度与持续度、强调多元性与公平表征的城镇
化协调发展目标体系，并探索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模式与特色路径，制订了推进西部地区城
镇化发展的应对策略。
结合作者多年来主持或参与完成的数十项城镇化发展研究课题和西部地区城镇规划实践，通过不同类
型的典型案例解析，给出了西部地区城镇化诸多发展问题的解决建议及具体措施。
   　本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全面性和实用性，对推进西部地区乃至中国城镇化健康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可作为高等院校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城市规划等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地
理科学、环境科学、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研究和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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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研究背景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不断演进，现代化
和生态文明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广、更高的要求。
在国家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在新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明确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机遇
，凸显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战略作用，探求西部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
　　本章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在明确新的发展背景下，洞察发展的新机遇，对西部地区城镇
化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剖析。
　　1.1　基本范畴界定　　1.1.1　西部地区　　关于西部地区的范围，从不同角度出发有多种划分方
法，多年来未有统一界定。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到编制《十一五规划》时，业已形成了“四大板
块”的区划格局。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l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
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
、自治区（图1.1）。
以“四大板块”划分为基本依据，参考我国行政区划及经济区划的相关规定，结合本书理论与实践研
究所涉及的具体时空范畴，确定本书所指西部地区仍沿用西部12省市区的概念范围。
截至2007年，西部地区国土面积约545万km2，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56.78％，共有人口约36 505.4万人，
城镇化率约36.64％，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7 454.64亿元，约占全国的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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